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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
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
会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本书是根据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并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编写的。
随着数字化和专用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本书在介绍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综合能力
的培养，并重点介绍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特性和应用。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包括数制与编码、逻辑代数及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常见的
各种中规模集成电路的特性与应用；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中同步、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同步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计数器的设计；半导体存储器；脉冲信号的产生和整形；D／A和A／D转换；
可编程逻辑器件。
　　本书第一、二章由南京农业大学尹文庆教授编写，第三、五章由山东农业大学赵法起编写，第四
、六章由南京农业大学陆静霞编写，第八、九章由内蒙古农业大学吴利斌、郭永编写，第七、十章由
南京农业大学黄桂林编写。
全书由陆静霞统编。
尹文庆教授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本书由中国农业大学梁明新主审，对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大纲由东北电力大学韩学军教授审稿，对他提出的宝贵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在编写中同时也得到了参编学校其它许多老师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各位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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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
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脉冲信号电路、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
本书在介绍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并重点介绍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特性和应用。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等相关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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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通常把透水的地层称为透水层，而相对不透水的地层称为隔水层。
地下水按埋藏条件可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三种类型，如图2-10所示。
　　（1）上层滞水。
上层滞水指埋藏在地表浅处、局部隔水层（透水体）的上部且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上层滞水的分布范围有限，其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补给，其动态变化与气候等因素有关，只有在融雪
后或大量降水时才能聚集较多的水量。
　　（2）潜水。
埋藏在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的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称为潜水。
其自由水面称为潜水面，此面用高程表示称为潜水位。
自地表至潜水面的距离为潜水的埋藏深度。
潜水的分布范围很广，它一般埋藏在第四纪松散沉积层和基岩风化层中。
潜水直接由大气降水、地表江河水流渗入补给，同时也由于蒸发或流入河流而排泄，它的分布区与补
给区是一致的。
因此，潜水位的变化直接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
　　（3）承压水。
承压水指充满于两个连续的稳定隔水层之间的含水层中的地下水。
它承受一定的静水压力。
在地面打井至承压水层时，水便在井中上升，有时甚至喷出地表，形成自流井，如图2-10所示。
由于承压水的上面存在隔水顶板的作用，它的埋藏区与地表补给区不一致。
因此，承压水的动态变化，受局部气候因素影响不明显。
　　地下水的运动有层流和紊流两种形式。
地下水在土中孔隙或微小裂隙中以不大的速度连续渗透时属层流运动；而在岩石的裂隙或空洞中流动
时，速度较大，会有紊流发生，其流线有互相交错的现象。
　　地下水含有各种化学成分，当某些成分含量过多时，如硫酸根离子、氢离子以及游离的二氧化碳
等，会腐蚀混凝土、石料及金属管道而造成危害。
　　二、土的渗透性　　土是一种三相组成的多孔介质，其孔隙在空间互相连通。
土孔隙中的自由水在重力作用下，只要有水头差就会发生流动。
土中水从土体孔隙中透过的现象称为渗透。
土体具有被液体（如土中水）透过的性质称为土的渗透性或透水性。
液体（如地下水、地下石油）在土孔隙或其他透水性介质（如水工建筑物）中的流动问题称为渗流。
土的渗透性同土的强度、变形特性一起，是土力学中的几个主要课题。
强度、变形、渗流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土木工程领域内的许多工程实践都与土的渗透性密切相
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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